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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宝贵
不要在焦虑中浪费

与其在焦虑中无限拖延，不如把任

务做完再好好放松；与其任由焦虑发酵

而恐惧未来，不如理性规划、提前行动

……你所有的焦虑，大多都是因为想得

太多，而做得太少。一个人未来去哪，

不是靠纠结想象，而是靠今天你都干了

什么、干得怎样。别在焦虑中蹉跎时

光，踏实努力过好每一天，这是对未来

最好的馈赠。 @人民日报

非常道

热点冷评 阳台种菜热亦须冷静思考 ■ 斯涵涵

出版单位 市场星报社

地 址 合肥市黄山路599号

时代数码港24楼

云南普洱市张先

生通过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反映，

思茅区第四中学以是

否购买平板电脑划分

智慧班和传统班，智

慧 班 的 学 生 需 要 花

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经核查，群众反映情

况属实。普洱市有关部门已责令该校立即

停止违规收费行为，取消智慧班与普通班分

班。（7月5日海报新闻）

在当今信息社会，学校引进现代教育技

术，推行“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也是探索

“互联网+教育”的有益尝试，本无可厚非。然

而，如果不改变教育理念，不改革教育评价制

度，仅将平板电脑搬进教室，并要求学生“人

手一台”，所谓的“平板教学”，也是一种表面

文章。特别是，云南普洱一所中学，以购买平

板与否，划分“智慧班”和“普通班”，明显违背

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法定原则。

关键是，购买平板是“一口价”，没有讨

价还价的余地。以是否购买 5800 元平板定

分班，实际上是学校和商家合演的一个利益

双簧，明显加重了学生家庭的负担。

根据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的

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

权利。显然，学校并没有尊重学生作为普通

消费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单方为学生“定

制”平板电脑及“平板教学”，表明学校利用

垄断地位，强买强卖，内外联手从学生身上

逐利，明显违背了市场规则和国家相关法

律。可见，对于这种违规敛财的“平板教

学”，学生完全可以拒绝接受、拒绝上课、拒

绝交费；如果学生因此利益受损，可以依法

替自己维权。

学校利用“平板教学”，绑架学生利益，表

明功利的教育思维，已深入某些施教者的骨

髓。当教育权渐渐异化为一种逐利工具，触

及学生的两处“要害”——关于利益冲动与消

费自由的边界，关于教育权利与学生私权的

博弈，也让学生“伤不起”。因此，学校与商

家合演利益双簧，炮制“平板教学”，当引起

教育部门警醒与反思。学校既要教书更要

育人，既要授业更要传道，而不能借教学改

革之名，变身为平板电脑“推销商”。

买电脑读智慧班，别把“智慧”用歪了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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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决定权，让生命最后时光有尊严
■ 李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年轻人在

自家阳台开启“田园梦”。从种子、营养土的

挑选攻略，到种出“头茬菜”的收获场面，再到

阳台田园风格的布置造景，“达人”和新手在

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各自的种菜心得。在小红

书上，与“阳台种菜”相关的笔记已超过 6 万

篇，微博“阳台种菜”话题阅读量达到 7420.4

万。（7月5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把旅游比作“诗与远方”，那么阳台

种菜则是近在咫尺的“田园生活”了。看着蔬

菜种子在阳光的照拂和自己的侍弄下，长出

嫩芽、茎叶，结出果实，都市人疲惫的身心顿

时被生长的力量、收获的惊喜所充盈，“都市

农夫”的生活方式正在为钢筋水泥的城市森

林带来细微又不可忽略的变化。

研究发现，阳台种菜在某种程度上发挥

着园艺疗法不可替代的治愈作用。“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带来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在疫

情期间尤其能发挥情绪纾解作用。通过种菜

及其一系列的分享、互助活动，人们以此来重

新思考自然、思考生活，重建疫情中受损的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这也是疫情之下阳台种菜

热度暴增的原因。

阳台种菜固然有诸多好处，但种菜是个

技术活儿，在温度、湿度、栽培方式上要注意

不少细节，也有不少限制条件。比如，一些人

热衷于用蔬菜叶子、果皮、厨余垃圾等废料自

己沤制肥料，认为这样既绿色环保又很省钱，

殊不知这样容易产生较大的异味，会对楼上

楼下的邻居带来困扰，同时也容易滋生蚊蝇

飞虫，影响小区环境与居民的健康。还有人

在进行浇水除虫等操作时，毫不顾忌地造成

“水往下流”“垃圾随便扔”的局面，引发邻里

矛盾，严重影响社区和谐。

阳台种菜，潜力巨大，商机无限。对此，

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及社区、居民都要予以

高度重视、冷静思考并做好充分准备，既要

紧紧抓住市场潮流风口，又要扬长避短，有

效应对，共同促进阳台种菜这一新兴业态向

好发展。

再难以释怀的得失
都会随时间流逝

行走在时光长河，经历过该经历

的故事，熬过该熬的低谷，也就练就了

一颗坚强豁达的灵魂。我们无法修正

过去，却一定会在阅历中明白，该如何

与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迎向未来。

再难以释怀的得失，再轰轰烈烈的往

事，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遥远

的故事。 @新华社

阳台开启“田园梦” 王恒／漫画

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

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

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

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

后时光。这条“生前预嘱”的话题引发

热议。（7月5日《北京青年报》）

生老病死是规律，再强大的力量都

无法阻止。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每个人

都希望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尤其是有一些病，如：恶性肿瘤是无法治

愈的，除了花费大量的金钱和需要亲人

长期照顾外，由于为了延长生命采取的

治疗措施不仅让患者骨瘦如柴，还使患

者承受了巨大痛苦，对医疗资源也会造

成一定程度的浪费。即使患者强烈要求

放弃治疗，作为子女也不会同意；另一方

面，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支撑，医院不

敢这样做。

其实生命不只需要长度，还要有厚

度、深度和温度。临终抢救最常用的是

气管插管，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治疗手

段，因为人的咽部具有非常敏感的神

经。对一个基本没有生命希望的患者，

有没有必要再让其受一次极端的痛苦？

现在家属都把抢救生命视为“孝道”，当

真的面对这种极端问题时，家属要求医

生积极抢救往往就成为了第一选择，而

这样的选择恰恰违背了患者本人的意

愿。《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

条规定赋予了患者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

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时的临终决

定权，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也体现了

立法进步。

临终决定权是关于生命在制度上的

一次重大创新。希望深圳市能就实施的

临终决定权细节问题，如：要明确地规定

什么情况下启用临终决定权，在当事人

遭受突发意外时家人的口头表述是否具

有相应的效力等等进行一步细化，在全

国推广探索一条可以复制的经验，让更

多人在生命最后时光有尊严。

时事乱炖


